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彬长地区延安组沉积作用对煤层气赋存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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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从基准面变化 ,沉积相变 ,煤层厚度变化 ,煤层顶底板特征方面分析了沉积作用对

彬长地区煤层气赋存的影响。研究表明:厚煤层形成于基准面上升旋回的末端 ,是煤层气形

成和富集的首要条件;沉积相对煤层气赋存的影响较为复杂 ,不同沉积相带和沉积微相对煤

层发育控制不同;煤层厚度大 ,含气量高 ,易于形成煤层气富集区。煤层顶 、底板岩性以泥岩 、

粉砂岩为主 ,其中以泥岩为顶 、底板的厚煤层为煤层气富集提供有利条件 。

关键词:沉积作用;彬长地区;沉积相;煤层厚度;煤层气

中图分类号:P618.11;TD845　　　文献标识码:A　　　文章编号:1006-6772(2011)02-0082-03

　　收稿日期:2010-12-07

　　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(40730422);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(973)(2009CB219604);油气沉积地质教育部创新团

队(IRT0864);煤层气排采工艺与数值模拟技术(2009ZX05038-002);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(2009PY19)

　　作者简介:邓春苗(1986—),女 ,湖北京山人 ,硕士研究生 ,从事能源地质方面的研究。 E-mail:miao-sunny@163.com

　　沉积作用 、水文地质和构造演化是控制煤层气

赋存的 3大地质因素 ,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在这些方

面进行了研究
[ 1-7]
。彬长地区作为鄂尔多斯盆地重

要的低煤阶富含煤层气区块 ,煤层气赋存的影响因

素研究极为重要 。笔者从沉积的角度 ,深入分析煤

层气赋存的影响因素 。

彬长地区位于陕西省黄陇侏罗纪煤田西部 ,鄂

尔多斯盆地西南缘 ,包括彬县全境和长武县南部的

主要含煤区域。地质构造简单 ,总的形态为一北西

向缓倾的单斜构造。研究区延安组可划分为 1个三

级层序和 3个四级层序 ,发育河道亚相 、河岸亚相 、

河漫亚相和局限湖泊亚相 ,其中河漫滩与河漫沼泽

微相是煤层发育的优势环境。主采煤层是第一段

地层 4号煤 ,煤层厚度大 、稳定 。

1　基准面变化对煤层气赋存的影响

基准面变化过程中可容纳空间与沉积物供给

是两个关键因素 ,前人研究得出厚煤层的形成需要

新增可容空间速率长时间大于零且不大于泥炭的

堆积速率
[ 8 -9]
。研究区 Sq1时期 ,基准面开始上升 ,

可容纳空间逐渐增大 ,同时早期物源供给充分 ,因

而在层序下端以碎屑沉积为主;随着基准面的不断

上升 ,沉积物的供应速度小于基准面的变化速度 ,

陆源碎屑沉积废弃 ,泛滥平原演变成泥炭沼泽 ,成

为聚煤的有利场所。厚煤层形成于基准面上升旋

回的末端 ,是煤层气形成和富集的首要条件。随着

基准面的下降 ,可容纳空间变小 ,再次沉积泥质砂

岩 、粉砂岩细碎屑沉积岩 ,成为煤层顶板 ,并与厚煤

层构成一套煤层气赋存的生 、储 、盖组合。

2　沉积相对煤层气赋存的影响

2.1　不同沉积相带 ,聚煤优势期与聚煤规模不同

研究区延安组以曲流河沉积体系为主 ,部分地

区还发育局限湖泊沉积 。图 1为联井沉积相分析。

在盆地初始充填期 ,泛滥平原宜于植物生长 ,在适

宜气候条件下能形成泥炭沼泽;但局限湖泊由于基

准面不断上升 ,覆水强度大反而不易于形成沼泽。

因而 Sq1时期泛滥平原环境下煤层广布 ,但研究区

东北部局限湖泊发育处 ,只发现少许炭质泥岩 ,无

煤层发育 。Sq3时期 ,研究区已处于退覆状态 ,地壳

抬升明显 ,之前适宜形成泥炭沼泽的泛滥平原区大

部分成了沉积间断甚至侵蚀区 ,只有少数低洼区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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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成煤条件;而局限湖泊此时则由于水体变浅成

为利于成煤的环境 ,发育 1 ～ 3号煤 ,受湖泊规模限

制 ,煤层规模相对较小。

图 1　联井沉积相分析

2.2　不同沉积微相 ,成煤厚度不同

沉积微相的变化会引起煤层厚度的变化。在

河漫沼泽微相区内 ,煤层厚度最大 ,横向展布稳定 , 4

号煤展现此趋势最明显。图 2为沉积相展布与煤层

厚度等值线叠合图 。由图 2可以看出:研究区南部

和中北部是典型的沼泽环境 ,且地势相对较低 ,聚

煤持续时间长 ,是区内 2个厚煤中心区。其它是以

微相河漫滩为主的区域 ,煤层也发育 ,但是厚度小 ,

煤层不稳定 ,出现分叉。河道 、决口扇和古高地环

境下则无煤沉积。

图 2　沉积相展布与煤层厚度等值线叠合

3　煤层厚度对煤层气赋存的影响

煤层作为煤层气的储集体 ,其厚度很大程度上

影响着煤层气的富集 。一般煤层厚度大的地方易

于成为煤层气富集区 ,而煤层薄 、煤质差时 ,煤层气

含量也相对较少 ,研究区 4号煤层厚度变化较大 ,由

图 2可见南部与中部为 2个厚煤区 。图 3为煤层气

含量与煤层厚度对应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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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　煤层气含量与煤厚对应关系

4　煤层顶底板特征对煤层气赋存的影响

煤层顶 、底板是影响煤层气富集的重要沉积因

素之一 。煤层透气性好 、封闭条件差 ,煤层气易于

逸散且含量低;煤层透气性差 、封闭性好 、厚度大则

利于煤层气的富集且含量高。一般来说 ,砂岩类顶

板因其结构相对疏松 、透气性好而不利于煤层气的

封闭;泥岩类顶板结构相对致密 ,空隙小 ,透气性较

差 ,因此对煤层气的封闭程度高
[ 10-14]

。

研究区延安组煤层顶板岩性以泥岩、泥质砂岩

为主;底板岩性以泥岩 、泥质砂岩 、细砂岩为主 。

顶 、底板岩性的展布与厚度 、沉积相带有关。在以

泛滥平原沉积为主环境区内煤层顶、底板以砂质泥

岩 、泥质砂岩等过渡岩性为主 ,厚度变化大。在以

河道为主环境区内煤层顶 、底板则以砂岩为主 ,厚

度稍小 。而研究区南部以沼泽沉积环境为主的亭

南 、大佛寺一带 ,底板多为泥岩或者炭质泥岩 ,泥岩

厚度一般能达到 2 ～ 3m,炭质泥岩较薄 ,一般为 1m

左右 ,但是间接底板仍是泥岩 ,具备良好的隔气性

质 。而该部位顶板泥岩厚度普遍在 4 m以上 ,少数

地区超过 10 m,是封闭性极好的盖层 。

5　结　　语

(1)研究区煤层气的赋存受基准面旋回、沉积

相变 、煤层的厚度 、煤层顶底板岩性及厚度的影响 ,

基准面上升旋回的末端 , 沉积微相为沼泽 ,煤层厚

度大 ,煤层顶 、底板以泥岩为主 ,是煤层气富集的优

势条件 。

(2)影响煤层气赋存的这些沉积因素并不是孤

立的 ,基准面上升旋回的末端 ,适宜形成沼泽环境 ,

若此环境持续时间长 ,则煤层厚度大 ,且以沼泽为

主要环境的区域煤层顶 、底板多以泥岩 、粉砂岩为

主 ,因此沉积作用是通过这些相互联系的因素来控

制煤层气赋存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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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chnicaltransformationschemeofcoalpreparationefficiency
improvinginLinxicoalpreparationplant

GUOLi-zhi

(KailuanLinxiMiningCo., Ltd., Tangshan063104, China)

Abstract:AnalyzeexistedproblemsaftertechnicaltransformationinLinxicoalpreparationplant.Theseproblems

mainlyshowupaspoorautomaticity, unstableseparationdensityandinaccurateaddingreagent.Providesometech-

nicaltransformationschemetoimproveproductivityofdencemediumsystem, flotationsystemandcoalslurryrecov-

eryscreen.Atlast, theeconomicbenefitsbroughtbythetransformationisdiscussed.

Keywords:flotationefficiency;technicaltransformation;separationeffec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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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alysisontheinfluenceofdepositionofYan'anFormationin
Binchangdistrictoncoalbedmethaneconcentration

DENGChun-miao, TANGDa-zhen, XUHao, TAOShu

(KeyLaboratoryofMarineReservoirEvolutionandHydrocarbonAccumulationMechanism, MinistryofEducation, China;

SchoolofEnergyResources, 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(Beijing), Beijing100083, China)

Abstract:TheinfluenceofdepositiononcoalbedmethaneinBinchangdistrictisdiscussedbyanalyzingthecharac-

teristicsofseamroofandfloor, thevariationofbaselevel, sedimentaryfaciesandthethicknessofcoalbed.There-

sultsshowthatthicknesscoalbedisformedonthetopofrisingcyclothems, whichisthefirstconditionforthecoal-

bedmethaneformationandenrichment.Theinfluenceofcoalbedmethaneenrichmentbysedimentaryfaciesiscom-

plicated, thus, itissodifferentinformingcoalseamwhencontrolledbyvariesfaciesofmicrofacies.Ifthecoalseam

isthicker, thegascontentishigher, whichcanbeeasilytoformrichcontainedcoalbedmethanefield.Thelithology

ofroofandfloorofcoalseamaremajormudstoneandsiltstone, inparticular, itisafavorableconditionforcoalbed

methaneconcentrationinthickcoalseamswhenmudstonetobetheroofandfloorrock.

Keywords:sedimentation;Binchangdistrict;sedimentaryfacies;coalbedthickness;coalbedmethan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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